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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加计扣除75%的政策延续执行，制造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100%

摘要：

•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用税收优惠机制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延续执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75%的政策，
同时将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
2020年12月31日到期的75%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得以延续，这对享受该项优惠的企业来说无疑是吃了一颗
“定心丸”；同时将制造业加计扣除比例提升到100%可为制造业企业带来更加显著的节税收益。

背景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十四五”时期坚持创
新驱动发展，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目标任务。

报告指出，2021年重点工作之一是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更好发挥创新驱动发展作用。在具体举措
中，用税收优惠机制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延续执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75%的政策，同时将制造业企业加计扣
除比例提高到100%格外引人关注。

毕马威观察

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充分发挥财税政策激励引导作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
地位是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手段。

早在1996年，我国开始实施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彼时，该政策仅限于国有、集体工业企业。随着近年
来针对该政策的不断完善，目前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已经覆盖了除少数不适用该政策的行业外的众多行业，
同时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保持持续增长。我们看到，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50%提高到75%后，减免税额
增长显著，企业创新环境得到显著提升：

• 2018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数据显示，新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税878亿元；

• 2019年我国创新环境指数中，享受加计扣除减免税企业所占比重指数大幅提升，增速达到38.9%，连续3年成
为全部21个评价指标中增长最快的指标，从侧面反映了该政策对于优化创新环境的重要作用；

• 2020年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企业实现减免税额超过3500亿元，同比增长约25%。

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领域。近年来，虽然我国制造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打
造出一大批“大国重器”，但进一步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传统制造业与信息科技的深度融合既是我
国未来重要的产业战略也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制造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契合了我国以制造业创新引领国民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战略定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的提高及其他财税政策向制造业倾斜必将显著增加制造业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的新动能，助力制造业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
科技创新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本次工作报告并未明确研发费用加计扣除75%的比例延续执行的时间区间，是否从2020年便开始执行制造业加
计扣除100%的比例仍然未知。按照惯例，财税、科技等主管部门后续会发布具体通知或公告，明确政策执行相
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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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针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相关更新与变化，我们建议企业：

• 密切关注后续政策细则是否相较以前政策在实操层面存在较大差异，以便预留充足时间予以应对。尤其针对制
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比例的提高是否会伴随着新的监管要求，这一点有待明确。

• 在利用优惠政策带来的红利的同时，充分意识和把控享受政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细致梳理企业内部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管理流程，加强制度建设和政策实务处理水平，做到“应享尽享，享则有据”。

• 尤其是制造业企业，面对加计扣除比例进一步提高这一利好，应结合行业特点针对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政策过程中的痛点进行深入剖析，从技术和财税两个方面夯实适用政策的基础，在合理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最大化节税收益。比如，在技术层面，制造业研发链条长、涉及部门和环节众多，企业应综合分析评估各环
节工作的研发属性，划定出完整的研发链条，避免将某些常规技术活动纳入研发活动范围。在财税层面，制造
业财务核算体系庞杂，企业应建立一套具有说服力的项目费用抓取及归集计算逻辑，清晰展现项目与费用之间
的勾稽关系。

毕马威一直以来关注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动态，在研发活动税收优惠、政府扶持政策及知识产权等专业领域有深入
的洞察和丰富的经验，可以在企业研发管理体系建设及优化、税收优惠和扶持政策的申请以及知识产权规划与布
局等方面提供建议和服务。

毕马威将继续追踪国家及地方陆续出台的与科技创新相关优惠政策及细则，给予相关的专业意见和建议，请联系
毕马威专业人士获取政策解读及实操方案。

毕马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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